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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8日，第三届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国际
开放科学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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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1956年，一位弱冠少年给出了他的

答案。
黄海之滨出生的胡敦欣，满怀对我

国海洋科学的热爱，毅然在高考志愿书
上写下了工整的两个字———海洋。自
此，他与这片蔚蓝结下了一生之缘。

稚子童年 树立信念

1936年 10月 20日，青岛即墨石坑
村的胡显琛家迎来了一件大喜事，长孙
胡敦欣呱呱诞生，这个新的生命给胡家
注入了新的希望。

自小，聪明伶俐的胡敦欣便被全
家人寄以厚望，希望他勤奋读书，将来
出人头地。每一个夜晚，胡敦欣躺在温
暖的炕上，读过“四书”“五经”的爷爷
就会在被窝里给胡敦欣讲许多名人故
事：晋朝车胤“囊萤夜读”、孙康“映雪
夜读”、孙敬“头悬梁”、战国苏秦“锥刺
股”……年幼的胡敦欣心里深深地敬
佩着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一边
想象着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疼痛，一
边记住了爷爷口中反复说的“刻苦学
习怎么做都不嫌多”。

爷爷说，“学习要专心，一心不能二
用”；爷爷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
针”；爷爷说，坚持不懈方能成功，唯有
勤劳才能收获。爷爷教他，学习做事要
踏踏实实，有始有终；坚持到底，必定成
功。谆谆教导在稚嫩的胡敦欣心里埋下
了一粒粒种子，装点了一个个童年里香
甜的梦，更成为了他日后做科研遇到困
难时心中的“定海神针”。

从村里私塾受教育，到官庄完全小
学求知，再至私立信义中学，1953年，17
岁的胡敦欣考入了即墨第一中学。充实
的高中 3 年，胡敦欣敏而好学、不懂就
问，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严于律
己、孜孜求索，培养了追求真理的精神。
他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有志者事
竟成”，信念在少年胡敦欣的心中悄然
萌芽。

立志科学 选择海洋

1956年 1月，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提出

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颁布了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学技术
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
展的新阶段。

此时，进入高三的胡敦欣第一次对
“科学”有了认知。他立志为了国家需
要，将来要成为一名大科学家。

胡敦欣告诉自己要上就上最好的
大学，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北京大学
数学力学系。他心无旁骛，努力学习。

在物理老师蔡孟僴的指导下，胡
敦欣钻研物理学，他的力学成绩尤其
优异。高中阶段，几乎没有他解不出来
的物理题。难倒很多学生的乒乓球上
抛下抛问题，他只听了一遍，就能够举
一反三。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仿佛就
在眼前。

然而，命运时常会在意料之外出
现拐点。就在紧张的高考复习中，山东
大学海洋系招生老师陈大熙、钮絪义
来到即墨第一中学挑选优秀学生报
考。

他们说：“海洋有重要国防意义，现
在国家急需海洋科学人才。”

于是，时任即墨第一中学王校长把
高三毕业班 150余名学生的有关资料、
学习成绩等都交给了招生老师挑选，最
后，招生老师挑选了约 20名拔尖学生，
胡敦欣自然被选中了。

当时，高中毕业生中间有个响亮
的口号就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
愿”。由此，胡敦欣便将高考第一志愿
由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改成了山东大
学海洋系。

一切都像命运注定一般机缘巧合。
优秀的胡敦欣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山
东大学海洋系，从此，他的人生再也没
有离开过海洋。

少年壮志 初探海洋

1956年 9月，意气风发的胡敦欣在
国家的号召下正式就读于山东大学海
洋系。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海洋
科技人才的高等学校。时任系主任是我
国海洋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早期毕业
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求学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理工学院、后主动回国为新中国贡
献力量的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

胡敦欣听赫先生讲的第一课就是
《普通海洋学》。他第一次知道“海洋科
学如此重要”。赫先生将大海的深沉、雄
厚、神秘都做了耐心、生动的讲解和演
绎，这些新颖的知识深深地吸引了 20岁
的胡敦欣。他决意好好去认识大海、探
知这全新的海洋世界。

刚入校，胡敦欣就被学校指派为系
学生会副主席，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
出。而在胡敦欣的心里，他的目标依然
是成为大科学家，学习才是必须坚持、
最重要的事。

每天上完课，饭后下午 6点多，胡
敦欣就去大众礼堂开始自习，一直到晚
上 12点以后，他才回位于八关山的宿
舍休息。日复一日，努力没有白费，他的
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1958年，在“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
担任组长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
组的全面规划和领导下，全国海洋普查在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先后展开。5月，大
二下学期的胡敦欣参加了这场被历史铭
记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海洋综合
调查，开始了他对海洋的“初探”。

这是一场盛大的普查活动，胡敦欣
先后被安排到东海调查队和南海调查
点，工作内容为观测海水温度、海洋气
象及记录船上的天气等。

1959 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年大
庆，胡敦欣因在普查中表现突出，被指
派为南海普查点的代表，北上天津塘沽
汇报南海普查成果，为国庆献礼。两天
一夜的绿皮火车载着胡敦欣又回到了
熟悉的北方。胡敦欣将海上的风、海里
的漩涡、一年多船上观测总结出的重要
现象娓娓道来，又兴奋地介绍普查中考
察到的两个重要成果，最终，这两个突
出成果被写进了《全国海洋综合报告》。

在书海徜徉的学习过程中，在东
海、南海普查的实践
经历中，胡敦欣感受
到，海洋科学是一门
综合性、实践性很强
的科学，需要掌握更
先进、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当代高新技术来
进行科学研究。为了
向那抹蔚蓝更进一
步，胡敦欣不断地向
知识的更高处攀登。

拜师大家
鸿鹄千里

漫漫科研长路，
需要踏实的付出、渊
博的学识和开阔的
眼界。

1961年，时任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物理海洋研究室主任、
教授，我国物理海洋学
科的奠基人之一毛汉
礼院士（学部委员）开
始招收研究生，胡敦欣
幸运地成为当年录取

的三名研究生之一。
在毛汉礼的教导下，胡敦欣对物理

海洋的研究与热爱日益加深。
毛汉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生

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他要求年轻研
究人员除周一至周六白天外，周一至周
五的晚上也必须在办公室学习。他要求
胡敦欣和同门师兄弟们“像胶一样黏在
椅子上”，坐下就不起来。

毛汉礼还特别强调严格的基本功
训练，强调“功到自然成”，做事要严谨、
认真，一丝不苟。在这种情况下，胡敦欣
很快进入了角色，每天 3个单元———上
午、下午和晚上各 4 个小时，他培养了
非常强的自学能力，练就了坐下来就能
集中精力于业务的能力，这些被他总结
为“科学上的意守丹田”。

回顾研究生的 5年，胡敦欣认为这
是一生中学习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时

期，他养成了很强的自学能力，增强了
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必胜意
志。这种受益是长效的，在其后的 40余
年时间里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夜以继日的学习研究过程中，胡
敦欣越发觉得海洋科学知识的无穷无
尽和无限魅力。它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
引着胡敦欣，让他在海洋科学研究的道
路上始终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1978年，中科院时任院长郭沫若在
演讲中动情地道出：“我们民族历史上
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79—1982年，作为青年海洋科学
家的代表，胡敦欣受国家委派，前往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

迎着晨曦，胡敦欣展翅飞渡重洋。
三年自由的学习时光、丰富的科研

生活，使胡敦欣获益匪浅。他的收获不
仅体现在语言上的飞速提升，更体现在
思维的开阔、思路的拓展，以及研究方
法的灵活运用上。
“我们要敢想敢做，拓宽思路，想

得宽，才能走得远啊。从国际顶尖科学
家身上，我们学到了他们的科学思维，
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让我们看得更
远。”科研路上，勇攀高峰，胡敦欣加快
了探索的脚步。

在胡敦欣的身上，时刻燃烧着一种
激情，那就是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一
定要为祖国争光。1982年，胡敦欣谢绝
了美方的挽留，回到祖国，投身到祖国
需要的海洋科学事业中。这是一个科学
家对民族、未来的拳拳之心，生于斯土，
念兹在兹。

百舸争流 解密海洋

海水下，仍涌动着无数秘密静待开
发；岸边，百舸争流。胡敦欣从未满足，探
索深蓝的奥秘，劈波斩浪，他始终在路上。

在胡敦欣眼里，做科研就得要不
断地提出问题，因为只有提出问题才
能解决问题，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无
论何时，都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多问问为什么，说不定哪天就会有惊
人的发现。

东海陆架的这处水温数据为何异
常？冷涡是长久存在的吗？冷涡区附近
为何不是老黄河口的一条连续软泥
带，而是孤立圆形呢？……上世纪 80
年代初，层层追问和探究之下，胡敦欣
率先发现我国东海陆架存在中尺度
涡———“东海冷涡”，并开创了我国陆
架中尺度涡的研究方向。大洋中尺度
涡的发现是上世纪 70 年代世界海洋
学上的重大进展和突破。此后，不少学
者相继在黄、东、南海发现了中尺度
涡，是我国陆架环流动力学研究上的
一个重要进展。

1986—1990年，胡敦欣在西太平洋
主持了一系列大型科学考察，他在太平
洋西边界流棉兰老海流之下发现并命
名了“棉兰老潜流”，这是自上世纪 50年
代初发现赤道潜流以来，热带西太平洋
环流的两项重大发现之一，也是当时世
界上唯一一个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并
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承认的洋流。它的发
现改变了有关太平洋西边界流动力学
结构的传统认识，是西太平洋环流动力
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大洋环流反演理论模式是美国科
学院院士 Carl Wunsch的创举。胡敦欣
在与 Carl Wunsch合写的论文中把地球
化学上“PO”（=135PO4+O2）在海洋中是
独立于氧的一个保守量的概念引入反
演模式，大幅度提高了反演模式的确定
性和计算精度，改进了大洋环流反演模

式。该文章是大洋环流研究的重要参考
文献之一，被广泛引用。

传统风生沿岸上升流理论是无限
深海、常量风区的稳态或非稳态模式。
胡敦欣将其由无限深海发展到有限深
海，由常量风区发展到可变风区，从而
建立了有限深海和时空可变风区的风
生沿岸上升流非稳态理论模式，拓展
了风生沿岸上升流理论的适用范围。
通过考察胡敦欣还发现“浙江沿

岸上升流不仅夏季存在，冬季依然存
在”的科学事实，进而提出浙江沿岸上
升流的非风生机制，获得公认，这是对
浙江沿岸上升流传统理论的重大修正
和发展。
胡敦欣是我国海洋通量研究的开

拓者，在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支持下，
他带领一批中国海洋学家在国际上率
先开展了陆架海洋通量研究。通过大量
调查和综合数据的分析研究，估算了东
海吸收大气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吸收
约 430万吨碳），得到“东海是大气二氧
化碳的弱汇区”的结论，为回答“陆架海
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源还是汇”这一国际
热点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胡敦欣还针对东海近岸沉
积物向外海大洋输运的过程和量值等
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东海近
岸沉积物向外海大洋输运的冬季风生
输运机理，并得出，东海陆架悬浮物每
年向冲绳海槽的输运量约为长江入海
泥沙量的 1.5%左右（约 700 万吨），并
得到日本在冲绳海槽沉积物捕集器资
料的证实。
从发现东海冷涡开始，胡敦欣通过

大量环流和沉积资料的综合研究，发现
并从动力学上解释了“上升流与陆架软
泥沉积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现象，开辟
了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

从近海到大洋，从上升流到潜流，
胡敦欣探索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歇。

继往开来 引领“西太”

胡敦欣深知，“科学研究一味跟着
国外走，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我们需
要有自己的想法，自主创新，只有国际
地位高了，我国的海洋科学家才能在国
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胡敦欣时刻关注国际海洋科学的
发展动态和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战
略，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他在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科学委员会（IGBP）和世界
气候研究计划—气候变率及可预测性
计划（CLIVAR）等国际学术组织中任
职，积极参与国际海洋学前沿研究的
科学指导规划，把一些与全球变化有
关的海洋学前沿研究引入中国，开辟
了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我国海洋学
的发展。
多年来，胡敦欣一直呼吁中国在全

球变化研究方面提出有国际影响、国际
引领作用的科学计划。

胡敦欣的提议得到了许多科学家
和相关部门的响应。21世纪初期，我国
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组成的
“大三角”海陆区域相关研究领域的重
大项目陆续启动。

2004 年，胡敦欣适时提出了发起
“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试验
（NPOCE）”国际合作计划的构想，积极
在国内外奔走，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学
术交流和研讨。

经过近 6年的多次研讨、酝酿和筹
备，2010年 4月，胡敦欣领衔国内外 22
位科学家发起了 NPOCE 国际合作计
划，正式通过 CLIVAR 科学指导组审
批，并于同年 5月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发起的第一个海洋领域
大型国际合作计划，中国、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韩国、德国、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等 8 个国家的 19 个研究院所参
与。NPOCE 科学指导委员会由 12 人
组成，胡敦欣担任主席。

NPOCE国际计划的成功实施显著
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海洋与气候研究领域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胡敦欣明白，中国
的海洋科学研究将通过国际合作，驶向
更远的那片海。

2011年 1月，胡敦欣团队在热带太
平洋西边界流区成功设计、布放了两套
深海测流潜标，开启了我国西太平洋潜
标观测的新时代。

经过 11年的建设，胡敦欣和他的学
生王凡带领的团队已建成国际上最大规
模的西太平洋潜标观测网。这在世界海洋
科考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加速了我国海
洋环境和气候观测研究能力的提高。

2015年 6月 18日，胡敦欣领衔 17
位国内外海洋学家和气候学家共同撰写
的权威性评述文章《太平洋西边界流及
其气候效应》在《自然》杂志上正式发表。
这是《自然》杂志首次发表有关太平洋环
流与气候研究的评述性文章，也是中国
在该杂志发表的首篇海洋领域综述文
章。此举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西太平洋
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方面的国际引领地
位，也意味着我国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
气候研究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的历
史性转变。

桃李芬芳 诲人不倦

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在学生面前，
胡敦欣是严谨、求真的老师；他用自身的
品质感染着后生，在三尺讲台上散发着
属于自己的光与热。

牛顿第二定律发现物体加速度的大
小跟它所受的作用力成正比，胡敦欣相
信，人才的成长同样符合 F=ma———这
是他经常讲的人才培养“定理”。

胡敦欣说，人是一个懒惰的高级
动物，需要外力推动来克服其惰性，方
能动起来，直至进入另一种惯性状
态———自觉行动。这样，人才就算培养
成功了。这个 F里，包括社会、家庭教
育、考试、上进心等等，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内心“要做最优秀”的召唤和不懈
努力的意愿。
“从严治学，力戒浮躁”是胡敦欣的

治学原则，更是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要求。
胡敦欣言传身教，坚持带头做学术模范，
春风化雨，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们的科研
之路。

在教学上，胡敦欣秉持着“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教会学生如何触
类旁通，打通科研之路的“任督二脉”，成
为真正具有创新思维与能力的人才。

胡敦欣十分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始
终致力于组建一个专注海洋环流与气候
研究的优秀人才队伍。他叮嘱年轻人要
有乐于求知的精神，时刻去“怀疑”，多去
思考而不盲从；他勉励后辈要有持之以
恒的毅力，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如今，他的学生都已成长为物理海洋
科学的学术带头人，成为播撒新的种子的
中坚力量，传承了胡敦欣的“桃李芬芳”。

忆往昔，开创引领，硕果累累，人
才辈出；看今朝，不负韶华，只争朝夕，
砥砺前行；望未来，扬帆破浪，任重道
远，继往开来。

致虚极，守静笃。时代的发展日新
月异，科学的浪潮不断翻涌，胡敦欣几十
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一颗不变的初心，
在海洋与环流之间、在物理海洋领域中
耕海踏浪，谱写华章！

胡敦欣中学留影

胡敦欣（1936—）
山东青岛即墨人，民盟盟员，

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6—1961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山
东海洋学院；1961—1966年在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攻读研究生；
1979—1982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华盛顿
大学做访问学者。曾任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理事长等；1988年第一届全球海
洋通量（JGOFS）委员会委员，1989
年发起成立中国海洋通量、陆海相
互作用（LOICZ）中国委员会，并任
其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曾在国际
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委员会
（IGBP）、全球海洋通量等 10余个
国际学术组织任职，第十届全国人
大代表。

主要从事海洋环流、海洋气
候、海洋通量（海洋碳循环）和陆海
相互作用研究，是我国大洋环流和
海洋通量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今国
际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
的引领者，培养了许多在国内外海
洋环流研究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中
青年科学家。

发表论文 230余篇，出版专著
7 部，曾获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
奖、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竺可桢野外科学工
作奖，国家海洋局终身成就奖，全
国十大海洋人物，国防科工委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山东省科学技
术最高奖等奖项。

今年，我 85

岁了，天天到办公

室工作，和年轻人

一起开展海洋研

究。曾有人问，您

要研究海洋科学

到多大年纪？我说

forever（永远）。

———胡敦欣

“

1982年，胡敦欣（右）与毛汉礼（左）访问
美国夏威夷大学时与 Klaus Wyrtki教授合影。

1986 年，胡敦欣（右）等在“科学一
号”商讨出海站次。

2019年 10月 3日，团队成员搭载“科学号”赴西太平洋科
考，胡敦欣（右）与王凡（左）在码头为团队送行。


